
□本报记者 周盈

11月20日，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
接活动（重庆）先进材料产业专题对接活动在
渝举行，来自有关部门、市外企业、金融机构、
行业协会、科研院所各方近300位嘉宾参会。

活动中，市经济信息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力争到 2027 年，全市先进材料产业产
值突破一万亿元。届时，重庆国家重要轻
合金、玻璃纤维及复合材料、合成材料产业
基地基本打造完成，成为国家有重要影响
力的特色先进材料产业集聚区。

承接先进材料产业转移，重庆有何优
势？下一步如何加大产业转移承接力度？

优势明显
重庆已创建多个国家级产业基地

活动中，市经济信息委二级巡视员陈建
军介绍，目前，在冶金工业、建材工业、化工工
业等三大板块，我市已经形成了钢铁材料、有
色金属材料、无机非金属材料、化工合成材料
等多个优势产业集群。

同时，我市还创建了新型铝合金、镁合
金、功能材料等国家级新材料产业基地，培
育了仪表功能材料、西南铝技术中心等国家
级创新平台。轻合金、复合材料、功能玻璃、
化工新材料等领域的企业积极拓展产品应
用市场，逐步进入汽车、电子、装备等龙头企
业配套体系，形成了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态
势。

今年6月，重庆提出要着力打造“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将先进材料作为三大
万亿级主导产业集群之一重点打造，为未来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随着西
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等国际贸易大通道
的发展，为重庆先进材料产业的要素集聚和
产品输出带来了更大的便利。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市从事新材料生
产的企业数量超过200家，占规上材料企业
的五分之一。2023年前三季度，全市先进材
料产业实现规上产值4754.8亿元，同比增长
2.5%，材料产业规上增加值增长10.3%，对全
市工业增长贡献率41.8%。可以说，承接先
进材料产业转移，重庆底蕴深厚，有条件、有

能力成为外地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

双向奔赴
企业看好重庆发展先进材料前景

“神舟”系列飞船、“长征”系列火箭……
这些“国之重器”使用的关键高精尖铝合金
材料全都来自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在渝企业——中国铝业集团高端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中铝高端制造）。

中铝集团总经理助理、战略投资部总经理
武建强介绍，落地重庆四年，中铝高端制造取
得快速发展——2022年，产量同比增长7.4%，
营收同比增长22.8%，产品出口到40多个国
家和地区，产销规模全国第一、全球第三。

信义玻璃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郭建林对
重庆发展先进材料的前景非常看好，他告诉
记者：“我们预计新增投资18亿元，在重庆新
扩建高端优质浮法玻璃生产线，还计划在重
庆新建一条low-e节能玻璃生产线。”

“承接产业转移这场双向奔赴，不仅让企
业发展壮大，也使得重庆在全国相关产业中
的发展优势和行业地位更加凸显。”市经济信

息委相关负责人说。

编制产业地图
重庆将开展精准招商

行业专家分析了新形势下新材料产业创
新发展路径。赛迪研究院材料工业研究所所
长肖劲松表示，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亟需和产
业发展瓶颈，提升关键战略材料的保障能力，
加快布局前沿新材料，才能抢占全球新材料
产业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据介绍，我市将通过编制先进材料产
业地图和产业链招商目录，明确产业链短
板、薄弱环节，针对性开展精准招商引资，
吸引一批行业龙头企业落户。

此外，我市还将着力构建“4+4+N”现代
先进材料产业体系，即做大做强4大先进基
础材料、提升4大关键战略材料保供能力、加
快培育N个前沿新材料产业。

市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
将加大同先进地区产业转移对接力度，推
动新材料供给高端化、结构合理化、发展绿
色化、体系安全化。

□本报记者 白麟

11月20日，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
接活动（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专题对接
活动举行。来自国内外150余家知名汽车零
部件企业的200多位嘉宾汇聚一堂，共商汽
车产业链深度交融和协同发展。

针对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未来的技术和
产业发展趋势，参会者纷纷发言，并为重庆联
合各方力量共推世界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产业集群建设提供了有益建议。

重庆汽车产业
蕴含巨大商机

活动中，沙坪坝、渝北、江津等12个区
（开发区）的相关负责人逐一上台进行了产业
推介。推介后，近百家市外企业负责人找到
对接人，商谈下一步实地调研和项目落地的
事宜。

为何有这么多企业意属重庆？市经信委
副主任涂兴永揭示了其中的价值逻辑——重
庆正持续推动汽车产业加快新能源化、智能
化、网联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效果显著、
成绩斐然。2023年，重庆预计新能源汽车产
量将达50万辆，同比增长37%。预计到2025
年，产量将超过150万辆，在全国占比达10%
以上；到2027年，产量将达到200万辆，产业
规模达到万亿级。

“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发展水平全

国领先，而且纯电、插电、增程、氢燃料、换电
等技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齐全。”一位来自江苏
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表示，他观察重庆汽车
产业已有数年时间。目前，重庆的深蓝、阿维
塔、问界等中高端品牌加快发展，智能化和电
动化水平全国领先，各种先行先试政策优厚，
配套上也实现了对核心系统、总成和主要部
件的全覆盖，“无论从哪个维度看，重庆都是
目前企业布局的优选之地。”

实际上，重庆被广泛看好，少不了企业的
口碑效应。

此前落户两江新区的信质集团的行政总
监巩海楠就表示，第一次接触，两江新区就为
公司构建了几套方案，非常符合产业集群要
素的特点以及该公司电机产品的特殊要求。

“当地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给我们一路绿
灯，职能部门领导亲自上门服务。我们项目
从择地到目前主体完成90%，仅用了11个
月，这样的服务水平和专业能力，绝对是国内
一流的。”

本次对接活动中，安道拓亚太技术中心
等24个项目完成签约、落地重庆，总金额超
过310亿元。

世界汽车供应链发展
呈现出四大趋势

当天会上，参会人士达成一项重要共识：
在国内产业转移发展和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技术变革的双重背景下，众多企业将面临机

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专务秘书长姚杰表

示，当前全球汽车产业格局正在重塑，世界汽
车供应链发展呈现四大趋势。一是“双碳”目
标引领，驱使汽车供应链加速脱碳进程。二
是技术变革加快，促使汽车供应链向网状生
态演变。三是跨界融合深化，促使汽车供应
链边界外延拓展。四是数字化技术应用赋
能，汽车供应链转型加速。

姚杰指出，我国汽车核心供应链分布不
均匀，整车产值和零部件产值的比值，在几个
汽车产业集群中差别也较大。在传统供应链
体系面临转型，以及行业供应链重塑的形势
下，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着巨大挑战。“在此背
景下，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提升生产和就
业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解决供应链分布
不均衡有着积极且现实的意义。”

工信部装备一司副司长汪宏则表示，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的测试验
证，转入到技术快速发展、生态加速构建的新
阶段。新一代电子电器架构、操作系统、大算
力计算芯片等实现装车应用，跨域融合与控
制器技术实现突破。面对新形势，需要统筹
协调各方力量，合力推进战略规划、行业管理
等工作。

多维度发力推进
汽车产业全面进化

重庆将如何整合多方力量，共推世界级

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建设？
涂兴永表示，重庆将着力突破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整车关键技术，完善汽车零部件
供应链体系，推动车联网与智慧交通、智慧城
市融合发展，助力自动驾驶及车联网科技成
果加速产业化，并加快培育汽车软件与人工
智能产业，实现软件、人工智能与汽车产业的
深度融合。

此外，重庆还将加快打造体验之都，
提高汽车智能网联、人工智能领域的测试
水平，打造独具特色、形态丰富的车路协
同体验场景；加快基础设施及服务体系建
设，推动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协同融合
发展。

汪宏表示，国家将支持重庆和各地开
展关键技术攻关；支持重点大企业牵头、大
中小企业深度参与开展跨行业、跨领域协
同创新；加快关键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操
作系统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和推广应用
等。

汪宏说，目前重庆已经聚集了整车芯
片、毫米波雷达、操作系统、车路协同及智能
交通、车辆检测等领域的多家智能网联汽车
产业链上下游优秀企业，在承接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转移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未来期
望重庆引导中西部地区发挥比较优势，着力
打造中西部及长江沿线产业合作新高地，为
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见习记者 王光平

电子信息产业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先
导性产业，也是推动新型工业化的中坚力
量。11月20日，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
接活动（重庆）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专题对
接活动举行。

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呈现怎样的发展
趋势？承接电子信息产业转移，重庆有何优
势？一起来听听参会代表怎么说。

分工深化
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是趋势

工信部电子信息司副司长史惠康介绍，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10年
高速增长，去年营业收入达到20.3万亿元，占
工业营业收入比重达14.8%。

史惠康说，随着分工不断深化，我国电子
信息制造业正在向中西部转移。所以，推动
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既是顺应世界经
济发展大势、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的内在
要求，也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快发展方式
转变的重要举措。

“中西部地区应顺势而为，深挖区域产业
潜力，发挥磁场效应，不断提升产业的承接能
力，推动我国形成区域协调互促的发展格

局。”史惠康说。
重庆如何把握好这一趋势？答案是打造

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集群。
市经信委副主任杜宏瑞介绍，2022年，

重庆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了7000
亿元级。同时，重庆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
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形成了智能终端、集
成电路、仪器仪表等多元化产业体系。

企业方面，重庆已集聚规上制造业企业
800余家，仅集成电路领域，就有华润、中电
科、亿法半导体、SK海力士等国内外巨头。

杜宏瑞说，下一步，重庆将围绕“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进一步做大做强新一
代显示技术、新能源及新型储能、集成电路等
集群，把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打造成为世
界级的万亿级产业集群。

有的放矢
重庆承接产业转移有支撑

产业转移，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
结合自身产业有的放矢。

从现场各专家、企业代表发言来看，新一
代电子信息制造业中的不少领域，都与重庆
产业结构相契合，这无疑为重庆承接这一产
业的转移提供了支撑。

“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发展迅猛，是下一

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关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
发展研究中心知识产权所副所长黄蕴华介
绍，目前，百度、阿里、腾讯、华为等互联网巨
头都在加大投入，重庆在这个领域也有斩获，
比如重庆邮电大学就掌握了97件专利。

她表示，重庆正大力发展大数据智能化，
这为重庆后续发力人工智能大模型产业提供
了很好的环境。例如，重庆巴南区就建立了
以人工智能和AI大模型为核心的重庆企业
硬科技能力培育基地。

南京工业大学教授杜振龙表示，工业软
件能够为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的转型发展
赋能，而在数字孪生技术的基础上，工业软件
能够让制造业生产更加可视化、透明化，从而
提升生产效率。

他认为，重庆是全国制造重镇，应该加强
在数字孪生工业软件技术方面的布局，提升
企业的竞争力，提升产业智能化生产水平，让
重庆在承接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转移
时占得先机。

重庆云潼科技有限公司是新一代电子信
息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的代表，其董事会秘
书陶涛介绍，虽然目前重庆电子信息制造业
规模还不如沿海地区，但其产业底蕴足，应用
场景丰富，相信重庆能够打造出世界级的新
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集群。

“摩拳擦掌”
各区县积极承接产业转移

各开发区、区县是产业发展的主力军。
活动现场，多个开发区、区县“八仙过海”，展
示自身在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优势。

西部（重庆）科学城是重庆电子信息产业
的主阵地。2022年，全区集成电路制造业产
值约占全市的45%，智能终端制造业实现产
值2134.3亿元，约占全市的42.9%。

位于科学城的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则是
重庆集成电路高地。西永微电园产业开发有
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昱阳表示，园区集聚了华
润微电子、SK海力士、中电科芯片集团等集
成电路产业链重点企业近40家，基本形成了
从芯片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的全产业链。

两江新区党工委委员康光荣介绍，两江
新区一直是重庆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的主
阵地之一，已聚集相关企业超过4000家，去
年该产业产值2184亿元。

铜梁区副区长任建平介绍，铜梁已构建
起企业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体系，同时，全区
还推行了“四零”审批改革，创新打造“企业服
务直通车”，政务服务事项实现“一网通办”

“一窗综办”“智能秒办”“一件事一次办”，各
类惠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

重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发展水平全国领先，技
术路线和发展模式齐全，
无论从哪个维度看，重庆
都是目前企业布局的优
选之地

我们项目从择地到目前
主体完成90%，仅用了11
个月，这样的服务水平
和专业能力，是国内一
流的

从7000亿迈向万亿
重庆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底蕴足

24个项目签约
重庆成为企业布局优选之地

推动中西部地区承接产
业转移，既是顺应世界经
济发展大势、参与国际产
业分工合作的内在要求，
也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的重
要举措

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
中的不少领域，都与重庆
产业结构相契合，这无疑
为重庆承接这一产业的
转移提供了支撑

构建“4+4+N”体系
重庆将加大产业转移对接力度

重庆已经形成了钢铁材
料、有色金属材料、无机
非金属材料、化工合成
材料等多个优势产业集
群

这场双向奔赴，不仅让企
业发展壮大，也使重庆在
全国相关产业中的发展
优势和行业地位更加凸
显

智能网联

新能源汽车产业

新一代

电子信息制造业

先进材料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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